
责编/版式：张艳春 电话:88516571 邮箱:tzrbshsk@163.com

2023年7月17日 星期一5 社会观察

台传媒记者颜敏丹 台传媒通讯员周潇潇

【新闻回放】
近期，广东省卫生健康委报告一起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云浮市罗定市报告了一起毒
蘑菇中毒事件，发病15例，死亡5例。

云南大学附属医院（云南省中毒临床救
治基地）目前已收诊近 20名野生蘑菇中毒
患者，其中一家 10 人在吃完炒熟的“假木
耳”后，9人出现了中毒反应。

6 月，温州市发现 12 例毒蘑菇中毒病
例，其中有10例发生在6月下旬。

……
近日，记者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根据

近年来的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每年 6—10
月是我市毒蘑菇中毒的高发期。野生蘑菇在
雨季大量繁殖，因今年雨水较少，野生蘑菇
中毒发生时间较去年有所延后。

“当下，警惕野生蘑菇中毒。”市疾控专
家提醒：野生蘑菇味道虽鲜美，但是擅自采
摘或者购买食用来历不明的野生蘑菇非常
危险，一旦食用后出现消化道反应或幻觉，
应及时就医。

（一）
今年 6月底，短短两天时间，仙居县疾

控中心就调查处理了两起误食毒蘑菇引起
的中毒事件。

病例一
6月28日，家住仙居县福应街道的张先

生与妻子在下班途中，看到工业园区某厂门
口的绿化带上长了一片白色的蘑菇，张先生
根据其生活经验以为是“茅草菌”，于是将其
采摘回家，第二天将蘑菇烧熟食用。进食 2
小时后，夫妻俩先后出现腹痛、腹泻、呕吐等
胃肠道症状，并逐渐出现头晕现象。家人见
状赶紧送他们到县人民医院就诊，经对症治
疗后脱离危险。

仙居县疾控中心工作人员通过现场辨
认，发现张先生采摘的蘑菇并不是“茅草
菌”，而是有毒的大青褶伞。

大青褶伞俗称青褶环伞、铅绿褶菇、绿
褶菇等，是我国南方地区最常见的毒蘑菇种
类。因伞褶幼时呈白色，长大后呈浅绿色至
青褐色或淡青灰色而得名。大青褶伞集中出
现在 6—10月，常生长于公园或小区草坪、
菜地、路边草地、荒地、锯末堆上甚至垃圾堆
旁，是离人群最近的毒蘑菇种类，也是引起
蘑菇中毒事件最常见的毒蘑菇。

病例二
6月29日，仙居县安洲街道的陈先生因

为消化道症状前往县中医院就诊，称6月27
日晚在朋友家中食用野生蘑菇后，就出现了
腹痛、腹泻、呕吐等症状。

后经调查发现，6月 27日，陈先生的朋
友在山上采摘了五六种野生蘑菇，邀请陈先
生以及另外朋友共 4人一同食用。这 4人均
为贵州遵义来仙务工人员，由于在老家经常
采摘野蘑菇，觉得根据生活经验能分辨出有

毒蘑菇，结果这次就失误了。

（二）
误食毒蘑菇中毒的新闻每年都有，为什

么还有那么多人吃？其中一个原因，是很多
人自认为掌握了一套识别好蘑菇和毒蘑菇
的秘诀。业内人士表示，这些秘诀一直在网
上流传，但其实都是坑。

预防“毒蘑菇”中毒，这些知识要掌握。
1.什么是毒蘑菇？
毒蘑菇又称毒蕈、毒菌，是食用后能造

成人毒性反应的大型真菌的子实体，其中大
部分属于担子菌，少数属于子囊菌。我国已
知的毒蘑菇有400多种。

2.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
单看蘑菇的外表，并没有绝对的安全标

准。一身雪白的鹅膏菌看起来很普通，却是
一朵致命的“白毒伞”。色彩不艳、长相并不
好的肉褐鳞小伞、秋盔孢伞，也极毒。但长得
很漂亮的橙盖鹅膏，却是著名的食用菌。

3.长在阴暗潮湿处的才有毒？
所有的菇都倾向于长在阴暗潮湿的地

方，跟毒性无关。可以吃的鸡腿菇经常在牛
屎等动物粪便上“绽放”，而包括“白毒伞”在
内的很多毒蘑菇，却生长在干净的林中地上。

4.不生蛆、虫子不吃的才有毒？
实际上，著名毒菌——豹斑毒伞常常被蛞

蝓（俗称鼻涕虫）吃，不少有毒种类也可以生蛆。
5.银器、大蒜一起煮会变黑的才有毒？
实际上，蘑菇毒素不会与银器、大蒜等

发生反应。
6.受伤变色、流汁液的才有毒？
这也不是绝对的，像松乳菇、红汁乳菇

受伤处及乳汁均变蓝绿色，但它们都是味道
鲜美的食用菌。

7.菌盖上有疣、柄上有环和具菌托的才
有毒？

虽然这类菌有毒种类的比例较大，但也
并非绝对如此。许多毒菌并无独有的特征，
如外观很平常的毒粉褶蕈就很毒。

8.毒蘑菇对人体健康有什么影响？
进食毒蘑菇后，可出现恶心呕吐等消化

道症状，也可出现幻听幻视等精神症状，还
可导致肝肾损伤，引起死亡是毒蘑菇中毒的
严重结果。

常见蘑菇中毒有7个临床型，分别是急
性肝损害型、急性肾衰竭型、横纹肌溶解型、
胃肠炎型、神经精神型、溶血型和光敏性皮
炎型，除此外还可造成其他系统脏器损伤。
在实际的中毒案例中，还有患者食用了多种
毒蘑菇，中毒症状更为复杂。

9.如何预防毒蘑菇中毒？
对于野生蘑菇，目前并没有鉴别其是否

有毒的简易科学方法，预防蘑菇中毒的根本
方法就是坚持“三不”原则，不采摘野生蘑
菇，不购买个人采摘售卖的野生蘑菇，不食
用没吃过或不认识的蘑菇。

10.万一不小心中毒怎么办？
马上催吐，可先让误食者服用大量温盐

水，然后用手指（最好用布包着指头）刺激咽
部，促使呕吐，以减少毒素的吸收。孕妇慎用
催吐。如果中毒者出现昏迷，不宜进行人为
催吐，容易引起窒息。

立即呼叫救护车或立刻送医院。一起食
用过同样蘑菇的人，无论是否发病，同样需
要立即到医院检查。

保留毒蘑菇样本，食用过的剩余蘑菇应
留存检验，查明中毒原因。

6月至10月警惕蘑菇中毒

路边的野生蘑菇，不要采

台传媒记者诸葛晨晨文/摄

日前，椒江大陈岛迎来一道独特的
“文学风景”。“走进新时代——大陈岛文
学之舟”在此正式启动。

此次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
刊》杂志社、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
局、台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椒江区委
区政府共同发起。

随着这艘“文学之舟”在东海之滨扬
帆起航，椒江区将做好文旅深度融合，以
文学创作成果，把大陈岛垦荒精神打造
成国家级文化 IP。

活动期间，中国散文学会会长叶梅、
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杨克、中国报告文学
学会会长徐剑、中国作协《小说选刊》副
主编顾建平，著名作家龙冬、唐朝晖、乌
兰其木格等汇聚椒江。在多场文化活动
现场，各路文学大咖观点交锋、激发灵
感、启迪新知、传承文化、推动进步，充分
展示出此次活动的魅力和价值所在。

“大陈岛文学之舟”驶向何方？专家
们在探讨中道出了怎样的真知灼见？我
们不妨来听听。

关于大陈岛的独家记忆

7月8日，“走进新时代——大陈岛文
学之舟启航”文学座谈会在椒江大隐书
局举行。远道而来的客人纷纷表达了对
台州这座海滨城市，特别是对大陈岛的
期待。

顾建平、龙冬、唐朝晖与台州因文学
结缘。去年，他们受邀参加“新时代文学
如何勇攀高峰对话”活动，已有采风大陈
岛的经历。

《小说选刊》副主编顾建平是台州的
老朋友，多次受邀参加我市举办的重磅
文学活动。一来二往，他逐渐被台州的

“文气”所吸引。“去过的地方并不少，能
够反复回味的地方却不多，台州是一个
值得再来的城市。”

大陈的海岛风韵，激发了文人们的
创作火花。著名作家龙冬通过个人专栏
发布过游记《从上大陈出发》，“台州真是
个好地方，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这里的
人也真诚好客，让人来了还想再来。”此
次他与椒江再续前缘，“大陈岛还有很多
让我期待的美景和奇遇。”

去年椒江行，诗人唐朝晖将一路的
所见所想落笔成诗文。他创作的散文诗

《她的寂照》，已刊登于国内诗刊《散文
诗》上。诗中第二辑《她和我在大陈岛的

日常》，将文学笔触对准这座东海小岛。
今年大陈岛登上 2023年 5月刊《中

国民航》封面，该杂志还专门推介大陈岛
海岛风光、人文历史等。唐朝晖参与了这
期专题的统筹策划，并联合台州市内外
作家撰写散文，“后续还会继续关注大陈
岛的题材。”

中国文学三大学会会长齐聚首

7月 9日，嘉宾们开启了大陈岛采风
行。他们前往甲午岩、垦荒纪念碑、台胞
纪念馆等景点，回顾那段战争与垦荒的
历史。傍晚，他们漫步在充满烟火气的梅
花湾三角街区，夜宿民宿，背靠星辰大
海，探讨文学与艺术。

中国散文学会会长叶梅表示，在椒
江的停留时间虽然短暂，但有几段难忘
的经历，引发她强烈的心灵共鸣。

在2023两岸大陈乡情文化节活动现
场，他们亲眼目睹大陈台胞踏上故土，带
着乡音高呼“回家咯！”“这是海峡两岸同
属一个中国的又一生动例证。”叶梅认
为，大陈岛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思归
之岛，将大陈岛垦荒精神打造成国家级
文化 IP，对落实国家“加快建设海洋强
国”的号召、弘扬中华优秀海洋传统文化
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有着军旅经历的中国报告文学学会
会长徐剑希望对一江山岛战役和大陈岛
垦荒的历史一探究竟，尤其在采风活动
中聆听了大陈岛垦荒队员及移民后代的
故事后，他更情有所动，心有所感。“台州
椒江是一个硕大丰富的文本。只有真正
踏足这座城市，登上大陈岛，现场品悟，
才会领悟到垦荒精神的内核。”

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杨克认为，大陈

岛事迹体现了强烈的对比性和悲欢离合
的叙述性，大有文章可作。“身为作家，我
们有责任讲好中国故事的大陈篇章，用
创作展现大陈岛特殊的诗情和意境。”

解读垦荒立心的文学力量

7月 9日，伴随“大陈·中国作家创作
基地”挂牌，标志着“大陈岛文学之舟”三
年行动计划正式落地实施。“这是大力推
进新时代文化椒江建设的重点项目，也
是以文化振兴推动乡村振兴、再创椒江
辉煌的新起点。”椒江区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管杏琴表示。

作为“大陈岛文学之舟”项目发起人
之一，顾建平介绍，后续将通过“国字号”
创作基地平台，计划推出“作家居住计
划”“年度小说排行榜”等活动，提升椒江
文化发展的品质。

龙冬一直对大陈岛垦荒精神保持关
注和探索。他告诉记者，去年椒江行，多
位专家就提出了在大陈岛设立创作基地
的设想。这次他在现场见证了“大陈岛文
学之舟”的启动。“能感受椒江将大陈岛
打造成文学地标的魄力和行动力。”

在椒江区文化基因解码项目成果
（大陈岛垦荒精神）研讨会的现场，众专
家论道岛屿文化建设，为大陈岛垦荒精
神文化基因解码破题。

台州市作家协会主席金岳清“抛砖
引玉”，提出台州在推进打造大陈岛垦荒
精神文学高地的进程中还缺一部大书，

“这是需要高屋建瓴地站在民族文化自
信的角度而创作的一部经典的‘高峰’式
作品。”

徐剑表示，他期待这种极具恢弘气
象的书写，既能敞开大陈岛丰富多元的
历史和文化，也能现实书写大陈岛垦荒
亲历者、开拓者的人生经验。“假如要我
来写，我会从回溯一江山岛战役、追忆垦
荒岁月，以及在浙江千万工程新农村建
设背景下，书写现代大陈图景的三大主
题方向去创作。”

叶梅补充，台州还要做好大陈岛垦
荒历史的抢救性记录。“故事在发生，时间
在消逝，要记录下不同时期大陈的样子。”

当下，全国新时代海洋文学创作渐
成气象。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
委员乌兰其木格建议，椒江可以打造征
文大赛品牌，鼓励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围绕大陈岛主题的精品创作，展望多元
化海洋文学书写的可能性。文学 IP出海
要顺应媒介变革时代，丰富文学创作形
态，创新传播载体，让更多游客因为文学
IP慕名到椒江来。

椒江做深文旅融合大文章，打造国家级文化IP

“大陈岛文学之舟”启航
多位文学大伽来台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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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椒江区文化在椒江区文化
基因解码项目基因解码项目
成果成果（（大陈岛垦大陈岛垦
荒精神荒精神））研讨会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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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陈岛垦荒精大陈岛垦荒精
神文化基因解神文化基因解
码破题码破题。。

本报讯（记者颜敏丹 通讯员金宇婷）温
岭人王某是某案件被执行人，名下有一套商
品房，温岭市人民法院执行法官多次上门要
求其偿还欠款，但他皆避而不见。近日，石陈
法庭执行法官将王某传唤至法庭，经释法说
理，被执行人终于将 19万元欠款一次性履
行完毕。这是该法院继续开展“春剑”专项执
行行动中的一幕。

为充分发挥执行职能作用，该法院加大
对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行为的
惩戒力度。6月下旬的一个清晨，法院全体
执行干警分组奔赴温岭各镇、街道。

被执行人林某从事进出口生意，因拖欠
他人 60余万元货款，且在法院判决生效后

仍未履行而被强制执行。此次执行行动中，
执行干警根据线索，在上海海关的配合、帮
助下，赴上海浦东机场连夜将其带回温岭。
因拒不申报财产等行为，林某被温岭市人民
法院依法实施司法拘留等惩戒措施。林某当
场写下悔过书，表示决不再犯，其家人与申
请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并已履行30万元。

此次集中执行行动共拘传被执行人 14
人，拘留9人，扣押车辆1辆，张贴敦促令58
张，执行完毕10件，执行和解5件，执行到位
金额达189.21万元。温岭市人民法院相关负
责人表示，他们将常态化开展集中执行行
动，维护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升人民
群众对执行工作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一天执行完毕10件，到位金额189万元

温岭法院“春剑”行动再出发

本报讯（通讯员江文辉）如何开发“渔家
乐”项目，推动滨海旅游业发展，带动群众实
现“共富梦”，牵动着温岭市松门镇人大代表
的心。经过几年努力，“渔家乐”项目终于获
得审批，今年松门镇争取到 10艘休闲渔船
的建造指标。为使指标分配更加科学、合理，
近日，该镇围绕“休闲渔船建造规模及作业范
围划定”主题，邀请各界代表进行民主恳谈。

“10艘休闲渔船，我们委托国有公司负
责对外招标。这 10艘休闲渔船，我们是这样
分配的，3艘拿出来，与乌岩村的石屋开发捆
绑，因为休闲渔船的码头就建在乌岩村，我
们也是为了更好地开发乌岩村的石屋民宿，
推动滨海旅游发展。剩下的7艘，2艘建造海
钓船，5艘建造休闲渔船，2艘大型、3艘中
型。合法化的海钓船，目前在温岭市还是空
白，所以发展海钓休闲旅游还是有市场的，
下面就请大家围绕捕捞区域的划定提出意
见建议。”松门镇政府副镇长王兴明首先介
绍了10艘休闲渔船分配的初步方案。

王兴明的话音刚落，渔民代表金德军第
一个发言。他曾一次救起 31名海上遇险渔
民，荣立浙江省见义勇为一等功。在风里浪

里摸爬滚打了 30多年，金德军对海况有一
定的了解。“海钓船如果能开到大陈岛、渔
山、一江山这些传统作业渔区，还能钓些东
西，不然产量肯定不高。”金德军说。

王兴明接过话茬问道，开到渔山那边需
要多长时间？“一般洋旗岛、上大陈岛、下大
陈岛附近海域，6至8人一船，一天的费用大
概在2400至2800元之间。”海钓爱好者陈富
根回复道。

“这样啊！那肯定要讲效益的，像石塘的
休闲渔船，一天能跑 6趟，一趟出去2500元，
一天一艘船就有1万多元收入。今天只是提出
来跟大家探讨，方案我们还要完善。”王兴明说。

“从经济效益看，这 2艘休闲渔船指标
拿出来打造钓渔船看似浪费，但是作为一名
资深钓友，我觉得松门要向福建浙江的舟
山、温州等地学习，大力发展海钓业，来推动
海岛村的发展。”陈富根说。

围绕着海钓船的捕捞作业范围划定还
未结束，温岭市人大代表、铜门村党支部书
记庄正财就抢过话题，他说，自己几年前就
提出议案，要求发展龙门区块的“渔家乐”项
目，为的是能够拓宽滨海旅游的视野，打造

“海韵松门”旅游新亮点，推动海岛村的发
展，但现在听到休闲渔船指标有了，却交给
国有公司来经营，这显然违背了当初的意愿。

说着说着，庄正财的嗓门也大了起来。
他对这样的分配方案持反对意见，希望休闲
渔船能给海岛村的发展带来利好。庄正财的
建议，得到了温岭市人大代表苏兴贵的支
持，他也希望海岛村能够发展休闲渔业，带
动岛上村民致富。

当天参加民主恳谈会的，除了渔业村代
表、党代表、人大代表、渔民代表外，还有渔
业公司代表、海钓代表等，他们围绕着休闲
渔船的建造规模、捕捞作业范围划定等，纷
纷提出意见建议。

经过恳谈协商，对休闲渔船的捕捞作业
范围基本形成一致意见，即“渔家乐”船的捕
捞作业范围在龙门港区的龟屿外、积谷山岛
以内海域。而打造海钓船一事，相关部门并没
有现场作出答复，表示会后再进行研究决定。

据了解，松门镇地处浙江东南，三面临
海，拥有广阔的海域，特别是龙门港区地理
位置优越，除台风季，基本上风平浪静，非常
适合海钓、游泳、游艇等海上旅游项目的开发。

休闲渔船怎么建？作业范围怎么划定？

松门：一场民主恳谈，大伙争得“面红耳赤”

日前，黄岩区总工会、院桥镇总工会和繁荣村联合举办了职工技能大赛，来自繁荣村的
60名选手参赛。大赛设有电工实操、育婴师、插花三个项目。经过激烈角逐，潘旭、沈妮、何灵
建分别获得插花、育婴师、电工实操技能大赛一等奖。 台传媒通讯员金曼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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